
中心城区2条河渠清淤工程完工——

7.4公里城市内河重焕绿颜

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孙晓旭 张梦瑶 通
讯员向真子）近日，我市中心城区水环
境系统治理三年行动项目建设计划一
期子项目——西干渠防洪排涝通道清
淤工程、荆襄内河清淤工程完工，提高
城市排水防涝能力的同时，切实美化
环境、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西干渠防洪排涝通道清淤工程清
淤起点位于西干渠箱涵与荆襄内河交
接处，终点位于豉湖渠三板桥西侧80
米处，全长5.4公里，于11月 6日进场
施工，11月 26日完成清淤任务，清淤
量约6.3万立方米；荆襄内河清淤工程
清淤起点位于北京西路，终点位于西
干渠，全长2公里，于11月1日进场施
工，12月9日完成清淤任务，清淤量约
3.2万立方米。

荆州市城发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清淤使用挖

机15台、铲车6台、渣土车40台。60
余名施工人员每天轮班作业，历经20
多天完成清淤任务。

据了解，通过城市水环境清淤工
程，可以清除水体中的淤泥、垃圾等
污染物，减少其对水质的影响，从而
显著提升水体的清澈度和透明度，有
效提升城市水环境质量；清除淤泥和
污染物可以减少对水生生物的威胁，
促进水生物种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的健康稳定，有助于恢复和保护水体
的生态平衡，保护城市生态系统；清
淤工程还能增大城市蓄水容量，改善
城市排水系统，提高城市排水防涝能
力；清澈透明的城市水体，与周围的
绿化和景观设施形成美丽的城市风
景线，有助于提升城市的形象和品
味，为居民提供更加宜人的居住环境
和休闲场所。

荆襄内河清淤工程（上图）和西干渠防洪排涝通道清淤工程（下图）完
工后，水质清澈，生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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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

创新推行“抵押即交证”服务模式

让老年人乐享幸福“食”光
——记荆州市、江陵县两级人大代表肖杨

□ 记者 唐华

长江大学一学院获批省级现代产业学院

我市召开农村厕所革命现场推进会

洪湖市资规局：

巧解“办证难”让群众安家又安心

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全过程人民民主荆州实践·人大代表在行动⑤
作为荆州市、江陵县两级人大代

表，江陵县锦天大酒店总经理肖杨一直
关注老年人的生活与健康。去年，她与
社区合作打造了江陵县首个老年人“幸
福食堂”，为老年人提供贴心便捷的就
餐服务，让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更加幸福
美满。

昨日中午，江陵县郝穴镇江城社区
老年人“幸福食堂”内宽敞明亮，环境整
洁温馨，白豆烧肉、木耳肉丝、萝卜大骨
汤……一道道冒着腾腾热气的家常菜
陆续上桌，老人们聊着家常，吃着美味
可口的午餐，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76岁的郑世凤是老年人“幸福食堂”的
常客，她说，在“家门口”用餐既方便又

实惠，每餐 7元钱就能吃得又好又饱，
菜品也符合老年人的口味。

郝穴镇江城社区位于江陵城区中
心区，辖区面积大、人口数量多，其中
老年人占比偏高。对于“空巢”老人及
高龄、独居老人而言，吃饭问题是他们
心里最大的“结”，这也是肖杨时刻牵
挂的“心头事”。在前几年走访调研
时，肖杨发现，社区许多老人存在吃饭
难问题，尤其是独居老人、高龄老人，
要么是自己做饭不方便不安全，要么
是外面餐饮价格较高，且营养搭配不均
衡。肖杨认为，这是一个关乎民生的大
事，当时便设想建一个专为老年人服务
的社区食堂。

彼时，江城社区正积极谋划老年人
食堂试点，肖杨得知消息后立即与江
城社区联系。凭借自己在餐饮业的多
年经验和资源优势，她主动提出与社
区“结对子”，联合成立江锦缘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打造江陵县首个老年人

“幸福食堂”。
为了满足大多数老年人的需求，开

设一家社区食堂并非易事，从选址、建
设，到就餐流程、菜品筛选、后期运营，肖
杨对每一个环节都深思熟虑。“建设社区
老年人食堂，肖杨全程亲力亲为、出钱出
力，并多次自费到外地学习经验，不断
优化食堂的运营模式。”江陵县郝穴镇
江城社区党委书记曾火南说。

2023年 3月，江城社区老年人“幸
福食堂”正式对外营业，社区老人们的
生活从此有了“幸福滋味”。为让老人

们吃得放心，“幸福食堂”采取统一配
菜、统一制作的方式，每天为社区周边
100多位老人提供中晚餐服务，一周7
天菜谱不重样。除了堂食，食堂还推行

“精准备餐+智慧点餐”服务，为糖尿病
患者提供“无糖健康餐”、为高血压患者
提供“低盐低油餐”、为过生日的老人提
供生日宴服务等。同时，依托智慧养老
综合服务平台，开发微信订餐功能，让
老年人足不出户即可解决吃饭难题。
如今，来就餐的老年人越来越多，“幸福
食堂”越来越红火。

除了建设运营社区老年人食堂，肖
杨还积极争取湖北省重点实事项目“楚
大厨”培训资质，为江陵县厨师人才队
伍开展业务培训，助力提升餐饮业就业
创业水平，着力促推江陵餐饮行业高质
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柳固粒 陈叶）为深入
推进洪湖流域综合治理，切实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加快推进美丽荆州建设，近
日，荆州市 2024年农村厕所革命现场
推进会在监利召开，市委常委、副市长
李敢出席会议并讲话。

李敢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深刻
认识农村厕所革命对洪湖流域综合治
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等方面的重要意
义，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提升农村改
厕的建改水平。要做好结合文章，将农
村改厕与污水治理相结合，鼓励有条件
的地区积极将农村改厕与生活污水治

理一体化建设；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
合，抓好“一拆、二改、三清、四化”行动；
与共同缔造活动相结合，引导群众组建
社会化、专业化、职业化服务队，用民
智、民资、民力办好厕所革命的民生实
事。要坚持建管并重，按照“谁使用、谁
管理、属地化”的原则，推进农村厕所改
造与使用管护一体谋划、一体设计、一
体建设。

会议还对全市强县工程、乡村振
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考核迎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等工作作部署安排。

本报讯（记者胡嫚嫚 胡威虎）近
日，省教育厅公布 2024年度湖北省高
校省级现代产业学院名单，长江大学智
能科学与技术产业学院上榜。

近年来，长江大学与科大讯飞、华
为等国内头部企业，在“产、学、研、用”
等方面协同育人，于 2022年成立智能
科学与技术产业学院。该学院以“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石
油与天然气工程”3个学科为基础，依
托“网络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
件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4个本科专
业，结合省市重点产业需求，形成校企
合作、产教融合的“3＋1”产业人才培养
模式。

目前，该学院与科大讯飞共建人
工智能科研平台，培养本科生和研
究生 400 余名；将华为系列课程融入
培养体系，已有 8 名教师参加华为课
程培训，435 名学生取得华为开发者
认证证书；与奇安信、深信服、四川中
卫北斗、湖北蓝宇航标、四机赛瓦等
30余家企业合作建立校外实习实训
基地；与湖北荆鹏、武汉兴图新科等
10 余家企业共建湖北省研究生教育
创新培养基地；结合荆州石油装备制
造石油软件产业的发展，开设订单
班，将信息化技术应用到石油装备软
件开发，为石油领域培养输送信息化
人才。

本报讯（记者马骁）近日，市不动产
登记交易中心为联仕（湖北）新材料有
限公司化解融资难题，将在建工程抵押
注销登记、不动产首次登记、抵押权变
更登记“三合一”合并办理。

今年以来，该中心进一步拓展贷款
与抵押登记的业务协同领域，创新推行

“抵押即交证”服务模式，根据经营主体
的融资需求和不动产形态，设立多种登
记业务场景，打通纯土地抵押、在建建
筑物抵押和房地产抵押，合并办理抵押
权注销、不动产首次或转移登记、抵押
权新设立、抵押权变更等多项业务。登

记“项目经理”走进企业现场指导，金融
机构通过“云集成”系统直连联办模式
自动提取共享数据，企业“一次申请、一
套材料、一网通办、并联预审”，多个登
记业务流程无缝衔接，实现“一次办
好”，满足了企业项目建设不同阶段的
抵押融资需求，也给金融机构吃下了

“定心丸”。
该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流程

更简、时间更短、服务更优为目标，在
“抵押即交证”服务模式的基础上，不断
探索完善项目建设全生命周期服务体
系，切实为企业发展降本增效。

本报讯（记者马骁）近日，困扰洪湖
市水岸豪庭小区业主多年的“办证难”
问题得以解决，部分业主在小区不动产
登记便民服务网点顺利领取到不动产
权证书。

水岸豪庭小区因一直未能完成竣
工验收，导致小区业主不能办证。面对
这一难题，洪湖市资规局建立“一把手”
负责制，组建化解专班，深入小区一线
调查摸排，制定工作清单，分类施策；联

合住建、税务、法院等部门，针对具体问
题召开专班会议，研究问题，推动化解；
制定《不动产登记难问题专项整治工作
方案》，在确保质量和消防安全的前提
下，成功化解小区不动产“登记难”历史
遗留问题。截至目前，该小区已有36户
业主领取到期盼已久的不动产权证书。

今年以来，洪湖市已化解香榭丽
舍、荆河花苑、水岸豪庭等多个小区共
1027户“登记难”历史遗留问题。

（上接第1版）
“一方面，新批土地越来越难，用地

成本越来越高；另一方面，闲置土地、
低效项目、‘僵尸企业’占着地块，难以
产生效益。”荆州经开区财政局副局长
刘国说，对这类项目进行有效盘活，既
能解决土地供应瓶颈，化解发展矛盾，
也是当前大财政体系建设要着力解决
的问题。

建设大财政体系，第一步是做好规划。
荆州拥有 483公里长江黄金水道

和 651公里岸线，与浩吉铁路、焦柳铁
路形成“双十字”交叉，近年来该市正
全力打造长江中游大宗商品铁水联运
枢纽。

“相较于传统模式，铁水联运能有
效降低物流运输成本，提升配送效率。”
刘国认为，荆州经开区的铁水联运枢纽
还需要进一步优化，设置更多“网点”，
让企业尤其是需要运输大宗商品的企
业享受更多实惠。

2022年，荆州经开区资产盘活专
班深入研究后认为，长江镍业的闲置空
地面积大，又毗邻长江，且拥有码头资
源，很适合发展铁水联运。

很快，荆州经开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将该宗地整体规划调整为物流产业
园，项目名为荆州市大宗商品铁水联运
枢纽。

三大子项目建设快马加鞭
简单来说，大财政体系建设就是

以规划为导向，以国有“三资”为基础，
以有效债务为锚定，构建财政、金融、
投资统筹联动机制，带动和调控社会
投资，形成新的高质量发展动力循环
机制。

项目明确后，荆州经开区资产盘活
专班快速清理债权债务关系，由荆州市
荆发控股集团作为债权人向荆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对长江
镍业进行破产处置。

该项目招商工作同步推进。2022年
8月，荆州市荆发控股集团成立子公司
荆州铁水畅联港口服务有限公司，具体
负责铁水联运物流产业园项目。

2022年底，荆州铁水畅联港口服
务有限公司经过三轮竞拍成功摘得该
地块，并与荆州市地方铁路公司 200
多亩项目用地整合开发，总面积达
1070亩。至此，这块闲置10年的土地
终于被盘活，有效释放了稀缺的土地
资源。

铁水多式联运项目共有三个子项
目。其中，物流产业园区子项目，总投
资13.2亿元，主要包括横向主干道、散
货堆存交易区、粮食贸易加工区、公共
仓储物流区、交易服务区及辅助设施区

等。码头作业区子项目，总投资9.14亿
元，年吞吐量为1600万吨，货种包括铁
矿石、煤炭、粮食、砂石料、非金属矿
等。疏港铁路及装卸区子项目，总投资
约 10亿元，铁路专线从既有荆沙铁路
接轨引出到达新建江陵西站，并延伸进
入物流园。铁路专线建成后，初、近、远
期运量分别可达950万吨、1200万吨、
1580万吨。

2023年 10月，物流产业园项目一
期开工建设，已完成投资3.26亿元。据
施工方中交二航局荆州多式联运物流
产业园项目技术负责人齐鹏介绍，目
前，物流交易中心已完成主体结构封
顶，一期所有项目预计在 2025年底完
成。码头作业区和疏港铁路子项目也
在加快推进中。

补齐铁水联运重要拼图
虽然铁水联运项目还未正式运营，

但已引发广泛关注，荆州经开区的不少
企业对该项目充满期待。

位于荆州经开区的益海嘉里（荆
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以加工水稻、米
糠粮油等为主营业务。“目前，公司每年
约有 30万吨的原料和 12万吨的产品
进出。如果公司周边就有便捷的铁水
联运枢纽，我们的物流运输就会有更多
选择，相应成本也会更低。”该公司相关

负责人说。
荆州市交通运输局港航科相关负

责人介绍，目前，荆州中心城区的铁水
联运业务主要集中在盐卡港区，该港
区现有旺港码头开展散货铁水联运业
务，另有一个码头开展集装箱铁水联
运。随着荆州经济快速发展，这两个码
头已越来越不能满足企业对大运量、低
成本铁水联运的需求，亟须拓展新的作
业区。

恰好，荆州市相关部门通过盘活
原长江镍业那块地，将其打造成铁水
联运枢纽，成为盐卡港区新的作业区，
为经开区以及荆州中心城区的企业提
供服务。

在荆州市财政局副局长朱砂看来，
盘活闲置土地建设铁水联运枢纽是
荆州市推进大财政体系建设非常典型
的一个案例，具有显著的经济和社会
效益。

朱砂表示，从国有“三资”角度来
讲，该项目盘活了多年的闲置土地资
源，新增了投资建设；对经开区来说，
项目建成后，能为园区企业提供便利
的铁水联运通道，帮助企业降低物流
成本；对荆州市而言，该项目已成为荆
州打造铁水联运大宗商品供应链平台
的重要拼图。

（原载12月23日《湖北日报》）

千亩工业荒地变身铁水联运枢纽




